
水企到底亏不亏，应该首先给民众一本明白账，不能靠大声喊亏来挤占民众利益。即
便是真的亏损，也必须搞清楚是因为管理成本过高还是其他原因。人浮于事、铺张浪费所
带来的亏损，民众没有买单的理由。

涨声一片不代表理由充分，不管哪一个城市，不管其中有没有国际资本的身影，给出能够说服
民众的理由，才是硬道理。包括水价在内的任何公共品的价格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变要变得合理
合法，而不是像眼下这样，揣着结论和企图去找一些强拉硬扯的理由。 ——《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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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话题

小摊贩光换“名字”还不够
□燕农（河北）

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
布了《个体工商户条例（征
求意见稿）》，其中规定无固
定经营场所的摊贩，申请登
记为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事
项不包括经营场所。无固
定经营场所的摊贩，应当在

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或者
允许的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7月22日《中国
青年报》）

从市场理念和民生政治的方面看，这是一
个进步，“不以商小而鄙弃，不以业大而娇纵”应
该成为商业文明伦理，也应该成为调控市场的
政府行政伦理。但是，小摊贩长期以来的城市

边缘化地位，并非一个简单的身份问题所致，身
份掩盖之下还有诸多现实困境有待破解。

首先是税费问题。从1999年到2006年6月
底，8年时间全国个体工商户减少约650万户，剖析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个体工商户创业成本过高，1/3
的税，2/3的费，费大于税，税费负担沉重。

笔者查阅相关税法发现，个体工商户需要
缴纳的相关税收有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附加税、个人所得税等，即使按照个体工商户
税收定期定额征收办法，税收不菲而且程序也
十分烦琐。而被列入法规条例“不得”范畴的集
资、摊派、赞助等费用，本就屡禁不止，亦是生计
困难的小摊贩所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在允许小摊贩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

户之后，以小摊贩的卑微地位，即使走出了与城
管的“猫和老鼠”苦战，恐怕很容易掉入与工商
部门、税务部门的“猫和老鼠”游戏。如果有关
部门执法观念不改变，对小摊贩来说，或许仅仅
是换了“婆婆”而已。

此外，其他行政力量亦对小摊贩的生存形
成了不同程度的桎梏。譬如“无摊城市”的发展
理念，譬如很多地方现行的《市容管理条例》和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都对摊贩经济形成了驱
赶之势。

如果不能对个体工商经济给予足够的重视
和宽容的环境，那么小摊贩申请个体工商户，仅仅
是法规上的名义身份转换，其现实出口依然“肠梗
阻”，甚至“婆婆”会变得更多，生存会更为艰辛。

有多少公权变成了“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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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冲动消费是魔鬼
（“国内多家银行叫停大学生信用卡业务”跟帖）

网友发言
早就应该这样了。大学生没有收入来源，

办信用卡只会加重家长的负担。 新浪网友
每个银行对业务人员都有硬性的任务

指标，这样的规定能不导致信用卡滥发
吗？ 浙江温州网友

话题：生命是如此脆弱
（“富士康否认曾殴打自杀员工孙丹勇”跟帖）

网友发言
默哀中！这哥们儿也真是的，哈工大毕业

生应该有很大的优势，全国这么大，在哪儿找工
作不好啊，非得进血汗工厂富士康。 深圳网友

对于一个不怕吃苦，又是从农村考到
重点大学的孩子，对他最重要的是自尊
心！我看过他和同学的聊天记录，他是一个
坚强的人，但是当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如此大
的打击，试问一个人怎么能够承担那么多？
士可杀不可辱啊。 黑龙江哈尔滨网友

有湖南高考
考生投诉，称湖
南省教育厅发文
要求省内高校照

顾教职工子女。记者调查此事属实，湖
南多所高校网站均可看到该通知。（《新
京报》7月22日）

如今，一些权力部门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上，本着人人均沾、全体共享的原则，巧立名
目，不断变现着公共权力资源。当然，瓜分“公
权福利”的行为，多是一些潜规则，都隐藏于幕
后。如，在公务员招考中，优先录取父母是公
务员的考生；在银行、大型国有企业的人才招
聘中，优先考虑本系统子女等。

与免费使用公共资源的“垄断福利”相比，
泛滥的“公权福利”危害性更大。“垄断福利”被
人免费享用以后，无非是抬高了公共资源价

格，把生产成本转嫁给了民众，民众仍然能够
享有这些公共资源。

然而，“公权福利”被内部人员瓜分以后，
留给民众的却是空空如也。“照顾录取”教职工
子女，他人就只能落榜；优先录用公务员子女，
他人就只能另谋出路。因此，高考录取、求职
招聘、保障性住房分配之类的公权资源，只能
遵循公平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与民共享。
公权利益部门化或被小集团分享，只会加剧社
会的不公。 陈健

尽管一些高校降分录取本校子弟已成为
半公开的秘密，但迫于政策和舆论压力，大都
只是学校内部暗箱操作，“天知地知，你知我
知”，外界只能透过坊间传闻窥到一丝端倪。
然而，湖南省教育厅竟然以红头文件形式，公
开“洗白”这一“潜规则”，不禁令人惊愕。

与高校的暗箱操作相比，这种发文“洗白”
潜规则，赋予其合法地位的做法更加可怕。

早在2006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针对
高校降分录取本校教职工子弟的现象公开表
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与之形

成鲜明反差的是，湖南省教育厅去年和今年
两次发文，要求高校照顾教职工子女。显然，
高调表态归表态，教育部并没有拿出强有力
的处罚措施，基层地方才会如此公开唱反
调。而纵容违规行为，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势必会降低教育部的公信力，降低人们对教
育公平的信任度。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高校
子弟降分照顾，影响的不仅仅是高考录取，还
会带来衍生效应，在更多人的心灵深处埋下
特权至上的种子。 张遇哲

当种种变相的世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
候，你不由得认为世袭有了“还魂术”。但是，
更进一步，我们发现，这种异化了的公平背
后，终究隐藏的是一个“权力场”罢了。世袭
的“还魂术”离开了权力的导引，将是泡沫，但
在权力的支撑下，它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有恃无恐。

必须明确，公众通过教育实现自身向更高

阶层流动的愿望正在变得艰难，而强势人群享
有教育利益和特权，已经到了应该纠偏的临界
点上。这正是湖南省教育厅发文要求省内高
校照顾教职工子女进入公共舆论的大背景。
认识不到这点，在笔者看来，我们将贻误纠偏
的契机。

当下，警惕“世袭制”的还魂和变相泛滥，
已经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舒锋

靠山吃山，何愁“山空”

比“潜规则”更可怕的是特权合法化

警惕“世袭制”的变相泛滥

李美 图


